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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杨卓卿

化解融资平台债务风险，有金

融机构收到了窗口指导。

证券时报记者多方采访获悉，近

期，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监管部门的窗

口指导，明确地方平台项目展业标准。

据悉，窗口指导的主要内容

是，严格落实《关于金融支持融资

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3〕35 号文，简称“35
号文”），机构须通过“融资平台查

询系统”查询确认相关平台是否列

入监管名单。若在名单之内，不管

作为融资主体或者担保主体，相关

债务只减不增，降低高息非标融资。

对于上述信息，除了多位信

托人士已经证实，数位银行内部

人士也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他

们所在机构也在近期收到类似窗

口指导，并自 6月份起严格执行。

融资平台查询系统上线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为防

范和化解融资平台等地方债务

风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于去年 9 月发布

35 号文。该重要文件发布之后，

地方平台融资领域已产生重大

变革。

根据 2023 年 10 月发布的《国

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

2022 年第四季度以来，部委和地

方两个层面建立了金融支持化解

地方债务风险工作小组，制定化

解 融 资 平 台 债 务 风 险 系 列 文

件，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与重点地区融资平

台平等协商，依法合规、分类施策

化解存量债务风险，严控融资平

台增量债务，完善常态化融资平

台金融债务统计监测机制，加强

对重点地区、重点融资平台的风

险监测。

证券时报记者在采访中还获

悉，“融资平台查询系统”已于今年3
月正式上线，并于近期向多家机构

开放权限。相关金融机构可通过该

系统查询融资平台的相关情况，包

括融资平台是否在监管名单之中以

及债项等信息，方便金融机构和融

资平台开展业务。

明确平台项目展业标准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此次窗口

指导有收紧政信业务尺度的意味，

展业标准也得以明确。

证券时报记者采访获悉，部分

信托公司 5 月份已收到了监管部

门的窗口指导，此次窗口指导的要

求是严格落实“35号文”，信托公司

在展业中须通过“融资平台查询系

统”查询确认相关平台是否列入监

管名单。

一位机构人士向证券时报记

者表示，“融资平台数量和债务规

模的压降都以央行名单为依据，以

2023年 3月末的债务数据为基础，

如果融资平台或其担保平台列入

名单之中，融资额度只能缩减不能

增加。如果属于高息融资，利率也

需调降。”

上述人士还表示，目前地方国

资背景的金融机构只能查询所属

辖区的平台情况，有的信托公司通

过股东方权限可查询更大范围的

平台情况。

此外，还有数位银行内部人

士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他们所

在机构也在近期收到类似窗口指

导。某大型商业银行的一位人士

坦承，“目前各大金融机构均在清

理涉及隐性债务的项目，我行也

在 5月份收到窗口指导，于 6月份

开始执行。”

政信类项目空间被压缩

近年来，随着融资类信托额

度一再压降，以及房地产信托屡

曝负面消息，政信类项目成为部

分信托公司的发力重点。不过，

行业观察人士认为，该业务虽有

一定的生存环境，但展业的空间

正在被压缩。

用益信托研究员喻智分析，

一方面，在化债背景下，部分地区

城投非标风险事件仍频发，城投

主体面临的流动性压力尚未系统

性缓解，部分城投公司的融资需

求依旧旺盛。非标融资产品对于

城投公司的资质要求相对低，对

资金使用的监管较松，因此非标

信托业务仍有一定的存在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化债进程推进，城

投融资端在“遏增量、化存量”约

束下步步收紧，叠加融资成本持

续下行，城投领域的“资产荒”愈

演愈烈，对政信类信托业务相对

不利。

另据不完全统计，2024 年 5
月，基础产业集合信托成立规模

246.40 亿 元 ，环 比 减 少 22.22%，

其中投向江苏省、陕西省和浙江

省的信托资金规模分列前三，分

别 为 74.11 亿 元 、28.09 亿 元 、

17.76亿元。

地方平台项目展业标准明确
多家信托公司收到窗口指导 证券时报记者 胡飞军

原总裁离任一个月后，东莞证券正在全国范围

寻觅新总裁人选。

6月 12日，东莞国资系统发布在国内招聘 8名

人才的公告，包括 2名东莞市属国企专职外部董事

和6名东莞市属国企高管。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在东莞国资的上述招聘

公告中，东莞证券赫然在列——面向全国招聘总经

理（总裁）1名、副总经理1名。

就在一个月前，出于工作调动等原因，券业“老

将”东莞证券总经理潘海标离任，在董事会新聘总经理

之前，由该公司董事长陈照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

全国“海选”新一任总裁

效仿其他券商，东莞证券也采取了全国海选总

裁的举措。此前，招商证券、万联证券、粤开证券以

及华安证券等，均发布过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招聘总

裁的公告。

6月 12日，东莞国资系统发布招聘公告，首次

面向全国招贤纳士，公开选聘东莞市属国企董事和

高管。

具体来看，上述招聘公告涉及 8名市属国企董

事和高管，包括东莞市属国企专职外部董事2名、东

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1名、东莞证

券总经理（总裁）1名、副总经理（副总裁）1名、东莞

银行总行副行长 1名、东莞科技创新金融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1名和东莞市数字经济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1名。

针对所招聘的 8名董事和高管，东莞国资系统

列出了需要满足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具有中国国

籍、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战略眼光、

领导能力、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沟通能力、执行

能力、学习和创新能力，具备与所任职位相匹配的任

职经历、专业素养等。

成立于1988年6月的东莞证券，注册资本15亿

元，是东莞市属国有控股重点企业，也是全国首批承

销保荐机构之一。30多年来，东莞证券以经纪、资

管、投行、自营四大业务为核心，积极发展私募基金、

另类投资等业务，已成为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

截至目前，东莞证券在全国范围拥有逾3300名

员工，旗下分支机构达103家（其中营业网点101家、

上海分公司1家、深圳分公司1家），另全资拥有东证

锦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莞市东证宏德投资有限

公司，并参股华联期货有限公司。

原总经理上月已离任

谁将接替东莞证券总经理职务，近期颇受业界

关注。

今年 5月 8日，东莞证券公告称，潘海标不再担

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在公司董事会聘任新总经理前，

由董事长陈照星代为履行总经理职务。东莞证券表

示，“本次总经理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

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履历显示，潘海标是一位东莞证券的“老人”，生

于1967年，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分行外管科办事

员，东莞证券登记部总经理、公司副总裁、上海分公

司总经理。2020年10月末，潘海标升任东莞证券总

经理，同时担任东莞证券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在此期间代行总经理职务的董事长陈照星，生

于 1975年 12月，历任东莞证券经纪业务部业务经

理、办公室业务经理、副主任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主任、公司总裁助理、深圳分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

裁、公司总裁；曾任华联期货董事长、东证锦信董事

长、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证券业协会投

资银行委员会委员。

值得提及的是，今年5月20日，东莞证券还出现

了几位高管变动。公司新聘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罗贻芬，以及总裁助理张亦超，而合规总监郭小筠

和首席法务官、副总裁郜泽民离任，均因工作调整被

聘为公司高级顾问。

民营股东谋求全部退出

东莞证券是东莞国资控股的重点企业，第二大

股东为民营资本锦龙股份。当下，民营股东锦龙股

份正在谋求全面退出。

数据显示，东莞国资委控制的 3家国资企业东

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东莞金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持有东莞证

券 20%、20%、15.4%的股份，合计持股 55.4%，是东

莞证券的实际控制人。

另外，民营资本实控人杨志茂通过锦龙股份和

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东莞证

券44.6%股份。

值得一提的是，为降低公司的负债率，优化财

务结构，民营资本锦龙股份拟转让所持有的东莞证

券股份。

今年3月29日，锦龙股份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根据公告内容，锦龙股份

与东莞金控资本就后者有意收购前者持有的东莞证

券3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20%）事宜达成了初步

意向，并签订了无约束力的交易备忘录。此后，双方

将就交易相关事项继续展开谈判协商。

6月6日，锦龙股份通报上述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进展时表示，“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东莞证券股

份的交易尚处于持续推进过程中。”

根据财报数据，2023年东莞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21.55亿元，同比下降6.26%；净利润6.35亿元，同比

减少19.7%。

总经理一职虚位以待
东莞证券张榜全国“海选”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因涉恒大财务造假而处于风口

浪尖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近

期接连丢失上市公司年度审计项

目，去年审计费约 2亿元的最大单

——中国银行审计项目也丢了。

根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目前

终止聘任普华永道的上市公司已超

过20家，包括中国银行、海通证券、

中国电信、中国石油等，普华永道因

此累计损失审计费约5亿元。从解

约情况来看，普华永道的丢单数量

已占其A股年度审计项目的 20%，

损失金额占比更是超过50%。

就当前的竞争格局分析，在A
股 IPO（首次公开发行）的市占率方

面，知名的四大国际会计所虽早已

不如国内会计所，但仍是多家早期

上市大型公司的审计所；在港股

IPO市场，普华永道（罗兵咸永道）

所占的份额甚至超过了三分之

一。未来，普华永道若因受罚持续

丢单，其市场份额大概率会被其他

会计所分羹，行业竞争格局也难免

出现变化。

丢单损失近5亿元

近日，普华永道因涉及恒大财

务造假而接连被多家上市公司解

约，已有超过 20 家公司宣布不再

聘请普华永道为 2024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包括海通证券、中国人保、

中国石油、中国中铁、招商银行等

知名上市公司。

相关上市公司虽未明示不续聘

的理由，但暗示了续聘的担忧，表示

“相关事项需进一步核实”“基于审

慎原则”或“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年

限已达到规定的最长年限”。

截至6月11日，普华永道因丢

单带来的审计费用损失已接近 5
亿元。目前，解约潮仍有继续蔓延

的趋势。

6月 11日，中国人寿公告称，

将年度审计所普华永道中天及罗

兵咸永道，更改为安永华明（特殊

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所。2023年

度，中国人寿向普华永道支付报酬

6473万元，较 2022年度的 5159万

元增长25.47%。经此更改，普华永

道的几千万项目宣告泡汤，直接落

入安永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普华永道年度

审计项目金额最大的一单——中

国银行审计项目，日前也遭到解

约。中国银行公告称，将原续聘普

华永道中天和罗兵咸永道提供年

度审计服务，调整为提供 2024 年

中期财务报告审阅等服务，相关费

用为 3500 万元。2023 年，中国银

行与普华永道及成员机构的合作

金额高达1.93亿元，包括海外分行

及子公司财务报表审计专业服务

费；此外，还有非审计业务费用

1478.6万元。

作为国际知名会计所，普华

永道与中国内地早期的大型上

市公司渊源颇深，不少合作期限

均超过 8 年，比如宁波港、广深铁

路等。尽管《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关

于连续聘任同一会计师事务所有

原则上的规定，但实际上也不乏

10年的期限。

丢失的份额肥了谁？

今年 4月中旬，一封公开信质

疑普华永道与恒大的合作，引发广

泛关注。普华永道随即发布声明，

称该信件内容不实，但此举未能平

息外界质疑。

5月 31日，中国证监会公布恒

大地产在发行债券过程中涉嫌欺

诈。这一事件导致普华永道的声

誉受到打击，外界猜测监管还会对

普华永道出台相应的处罚措施，合

作客户也因此纷纷与其解约。

据了解，部分上市公司未与普

华永道续约，转聘安永、德勤、大信

等会计所提供审计服务，一些上市

公司则重新进行招标，其中安永、

德勤、毕马威这三家国际知名会计

所中标的可能性较大。不过，上市

公司更换会计所后，审计服务费用

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例如，中国人保改聘安永华明

会计所后，2024年度支付财务报表

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为 1350
万元，较 2023年度降低 247万元；

广深铁路改聘德勤华永会计所后，

2024年度审计费用为 300万元，较

2023年度减少 256.5万元；迈瑞医

疗改聘安永华明会计所后，2024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审阅和内部控

制审计的服务费用为 538万元，较

2023年度减少62万元。

此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因涉

及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受到中国证

监会处罚，被暂停证券服务业务 6
个月并罚没 4132万元。该处罚公

布后，多个拟 IPO项目更换了会计

所，不少上市公司转聘天职国际、

信永中和等会计师事务所，在行业

内形成较大震动。

港股IPO市占率居首

Wind 数 据 统 计 显 示 ，截 至

2023 年，按上市公司合作数量排

名，立信、天健、大华、中兴华、容诚

等会计所的业务量位居前五，而安

永华明、普华永道中天、毕马威、德

勤华永等会计所则分别位于第25、

31、33、38名。不过，这个排名数据

并未合并相关会计所的其他成员

机构。

若按 2023 年 A 股 IPO 合作数

量排名，天健、立信、容诚、大华、天

职国际等会计所占据前五，普华永

道中天仅有 3单A股 IPO项目，并

不占优势。若按 2023年参与并购

的交易金额排名，位居前五的则是

大华、天职国际、信永中和、天健以

及中审众环等国内会计所。其中，

大华的市场份额领先天职国际超

过5%。

值得提及的是，在港股市场

中，2023 年 IPO 审计机构业务排

名前五的分别是罗兵咸永道（即

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德勤以

及香港立信德豪等会计所。其

中 ，罗 兵 咸 永 道 2023 年 服 务 的

IPO 数量为 23 家，市场份额占比

达到 35.38%。

普华永道解约潮持续发酵，竞

争对手如安永、德勤和毕马威则在

此期间积极抢占份额，市场对其未

来能否恢复元气保持高度关注。未

来，监管对涉嫌恒大财务造假相关

中介机构的责任认定，以及其他相

关拟 IPO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审计合

计变动，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普华永道遭多家上市公司解约
丢失的市场份额肥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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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赋能产融结合，交通银行特色产品
亮相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走进山西座谈会

5月31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在山西太原举办“国家

产融合作平台走进山西座谈会暨重点企业产融合作推进会”，交通银行作为受邀银行代表

出席并发言。会上，交通银行对“交银科创”品牌进行了宣讲。通过此次产融结合推进会，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将进一步落实做好“五篇大文章”要求，全力推进山西经济转型发展，

加强与政府各机构部门的合作，整合优势金融资源，持续强化企业科技金融服务，为企业创

新发展赋能。

(CIS)


